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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
提示

引进蓝蜻蜓袜厂，建起扶贫车
间，经过技能培训，西丰县平岗镇英华
村的李红梅成为“蓝领”，每个月都能
收入3000多元，脸上也露出了久违的
笑容。“厂里像我这样家庭贫困的姐妹
有20多个，大家相互帮衬，守家在地，
月月都有稳定收入。”李红梅说。

激发内生动力，突出产业扶贫，让
贫困户在劳动中获得收入，进而增强
获得感、幸福感，坚定他们脱贫致富的
信心。2016年以来，铁岭市累计实施
产业扶贫项目 561 个，其中自建自营
74 个，自建出租 100 个，入股分红 347
个，自主发展31个，其他模式9个。

“今年，我们新建了158个产业扶
贫项目，其中自建自营 26 个，自建出
租 39 个，入股分红 91 个，自主发展 1
个，其他模式 1 个。”铁岭市扶贫办相
关负责人介绍说。据统计，今年，铁
岭市实施的 250 个产业项目（包含续
建项目 92 个）已初见成效。目前，贫
困 户发展自种自养的项目已达到
11948个。

就业是民生之本。为解决贫困户
就业问题，努力提高贫困劳动力务工
收入，铁岭市着力开发公益性岗位，加
大技能培训力度。目前，贫困劳动力
外出务工8186人，通过政策性公益岗
位安置525人，扶贫载体吸纳安置351
人，推荐在村内打零工就业 5004 人，
开发村级公益岗位安置 812 人，全市
贫困劳动力务工达 14878 人，超过去
年人数。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通过摸排，今
年铁岭市贫困家庭高校毕业生有 241
人。市政府常务会决定7月份开展贫
困大学生事业单位招考，8 月份录用

上岗，预留事业岗位120个，其余采取
国企岗位兜底等方式，做好贫困家庭
高校毕业生的安置工作。

安居才能乐业。铁岭市全力推进
危房改造工程，让贫困户都能住上安
居房。到目前，全市C级危房271户、
D 级危房 249 户，以及年初住建系统
认定的危房存量改造已全部竣工。

今年4月27日，西丰县扶贫办、太
平洋财产保险铁岭分公司的相关负
责人前往更刻镇五塘村，为李奇成家
送去50714.9元“防贫保”保险救助金，
缓解了李奇成家中的负担。据悉，这
也是今年我省率先在西丰县试点“防
贫保”工作以来的第一笔赔付救助
款。目前，西丰县已给 4 万人购买了
防贫保险。

为了遏制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
象发生，铁岭市曾在我省首创“健康
保”扶贫项目，将贫困人口全部纳入健
康扶贫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
助、医疗补充保险、健康保“五重保
障”。到目前，铁岭市已支付医疗补充
保险赔付 314.24万元、惠及 12772人，
健康保累计赔付 2959.75 万元、救助
31569 人次，让贫困人口住院治疗花
钱少、居家吃药有补助。

加大民政兜底力度，小康路上不
落下一个人。为实现精准脱贫，铁岭
市坚持发展产业和就业扶持一批、危
房改造安置一批、医疗救助脱贫一批、
发展教育脱贫一批、社会保障兜底一
批，严格落实“五个一批”政策。今年，
全市预脱贫1819人中，纳入民政兜底
1610 人，保障率 88.5%；年收入低于
5000元的19679人中纳入11776人，保
障率达59.8%。

增强“造血”能力 多项举措叠加

本报讯 记者狄文君报道 为
帮助企业复工复产，从4月初起，铁
岭市启动了“千人帮千企”专项行
动。截至目前，全市84个市直部门
的833名帮扶干部已为企业解决涉
及防疫物资、劳动用工、银行贷款、
产品销售等各类问题858个。

受疫情影响，辽宁新创集团水
泥有限公司遇到资金周转难题。铁
岭市机关事务服务中心帮扶干部上
门对接，了解到部分客户拖欠公司
货款后，通过协调帮其追回货款
100 余万元，解决了公司周转资金
问题。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铁岭
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企业复工复
产工作，为此，开展实施了“千人帮
千企”专项行动。铁岭市营商环境

建设局按照发展导向、产业导向和
税收导向，在全市范围内筛选了
868 家各类企业进行重点帮扶，同
时在市直机关选派 833 名副县级
以上领导干部作为帮扶联系人。

为提高帮扶质量，提升企业诉
求办理效率，实现帮扶工作全流程
掌控、全场景覆盖，市营商局专门推
出了“千人帮千企”手机 APP，并设
置了承办企业诉求的 PC 端管理平
台，让所有帮扶工作实现了数字化
管理。

市营商环境建设局党组书记、
局长胡耀仁告诉记者：“下一步，我
们将坚持服务企业、有求必应、无事
不扰，对涉及企业的难点、堵点问
题，要组成专班、帮扶小分队，解难
题、疏堵点，让企业轻装上阵。”

专项行动解决企业难题858个

本报讯 记者狄文君报道 铁
岭市清河区采取“一企一员”的方
式，近来精心选派 20 名党员干部，
赴区内14家规模以上企业和6家重
点企业（项目），“手把手”抓党建指
导、“面对面”抓政策服务，“点对点”
抓疫情防控，助推企业复产达效。

按照要求，联络员在脱岗驻企
服务两年中，要当好党建引领指导
员、疫情防控监督员、复工复产勤务
员、惠企政策落实员、审批事项代办
员，重点帮助企业破解因疫情产生
的堵点、难点问题。

驻企联络员王威在详细了解天

淇食品集团有限公司运营情况后认
识到，复工复产后，企业面临的最大
问题是受疫情影响和行业特性所限
而导致的技术创新研发人员不足。
他及时将问题反馈给有关部门，经
过区委组织部协调，最终促使企业
与省内某院校达成了技术研发校企
合作意向。

本着“帮忙不添乱”原则，清河
区要求本次驻企业联络员保留原单
位待遇不变，不接受企业任何薪酬，
不增添企业任何负担，并由区委组
织部门、营商部门和企业三方共同
进行管理考核。

20名联络员助企业复产达效

“一年在蘑
菇大棚里干 5
个月，我能收入
1万多元呢。”贫

困户刘淑杰说。将脱贫攻
坚与发展特色产业相结合，
西丰县振兴镇通过打造“辽
北香菇第一镇”，几年间已
带动924户贫困户、1854
人实现稳定脱贫。

今年以来，铁岭市紧
盯剩余的 1819人脱贫退
出，巩固脱贫成果，提升脱
贫质量，打出“组合拳”，精
锐尽出，确保决战决胜。截
至5月底，全市预脱贫人口
中，有1819人（自然减少
25人）达到脱贫条件；低收
入贫困人口中，有16587
人年收入超过5000元，占
比达到80%。

眼下，西丰县陶然镇登云村人
参园里一片郁郁葱葱，有的人参已
经开花。贫困户张旭生一边为参苗
喷洒营养液，一边告诉记者，从春天
平整土地开始，他就一直在参园干
活儿。“每天 100 元，加上自家种地
和养牛的收入，现在的日子是越来
越有盼头了。”张旭生说。

据登云村“第一书记”王宁介
绍，2017 年，陶然镇通过招商引资
引进吉林省春宇参业有限公司，建
成这个项目。种人参效益可观，每
亩可获得 5 万元到 6 万元纯收益。
依靠人参园，登云村 97 户 211 人去
年就基本实现了脱贫致富。

本报记者 狄文君 摄

建起人参园铺起致富路

产业扶贫精准到户 兜底保障不落一人

铁岭精锐尽出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本报记者 狄文君 文并摄

几天前，开原市八棵树镇官粮
窖村的赵书永特意到书店买了几本
新书。

“我都 60 多岁了，现在学习就
是想把我家的三只‘羊宝宝’照顾得
更好。”提起赵书永家的“羊宝宝”，
还要从一位90后大学生说起。

2019 年，朱宏博毕业于大连工
业大学。为了更好地服务乡亲，发
挥出一名新时代大学生的作用，朱
宏博通过开原市“雁归计划”考试，
去年 11 月到官粮窖村当上了村主
任助理。

他刚从校门出来便一头扎进农
村，与农民交朋友，积极参与到疫情
防控、乡村振兴、环境治理、特色产
业发展等新农村建设中。上任以
来，朱宏博始终奋战在扶贫一线。
为掌握情况，他走遍全村34户建档
立卡贫困户，成了贫困户眼中的“智
多星”“小诸葛”。

在一次入户走访中，朱宏博结

识了贫困户赵书永。赵书永家两口
人身体都不好，朱宏博便把这位赵
大哥脱贫的事儿放在了心上。经多
方协调，帮助他办理了低保。为了
让赵书永真正走上脱贫路，朱宏博
又与开原市烟草专卖局沟通，给他
家购买了一只母羊和两只羊羔。

“作为工作在扶贫战线的大学
生村干部，我认为必须得让贫困老乡
的心里有‘根’，眼里有‘希望’。赵大
哥家有了产业，又有低保兜底，好日
子就不远了。”朱宏博说。

为加强村基础设施建设，朱宏
博协助镇村与开原市水利局联合，
为村民实施了自来水工程。目前，
工程正稳步进行中，预计10月中旬
竣工，可解决全村上千人的安全饮
水问题。

实施“雁归计划”以来，目前，已
有32名开原籍大学生回到家乡，像
朱宏博一样正日夜奋战在脱贫攻坚
一线。

村民都称他“智多星”
本报记者 狄文君

本报讯 记者狄文君报道 6
月 22 日，记者获悉，铁岭市正式启
动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工作，以维护
消费者权益，同时降低企业风险，减
轻政府负担。

食品安全责任保险，是以被保
险人对因其生产经营的食品存在缺
陷造成第三者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
时依法应负的经济赔偿责任为保险
标的的保险。

从 6 月起，铁岭市首批重点推
进餐饮服务单位（含小餐饮）、学校
及托幼机构食堂等集中用餐单位、
中央厨房和集体用餐配送单位参
保，力争 3 年左右实现食品安全责

任保险基本覆盖全市区域内所有食
品生产经营单位，并建立起完善的
事前风险预防、事中风险控制、事后
理赔服务相统一的食品安全责任保
险长效机制。

据悉，铁岭市的食品安全责任
保险工作将坚持政府推动、市场运
作、金融补助、企业自愿原则，积极
探索在食品安全高风险领域引入和
推进产品责任保险制度，逐步建立
食品安全监管与责任保险良性互动
机制。推行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对
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优化食品安
全环境、提升政府公信力、打造和谐
营商环境具有积极意义。

铁岭推广食品安全责任保险

速览 SULAN

图说 TUSHUO

今年是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收
官之年。为啃下最后一块“硬骨头”，
铁岭市委、市政府高位推进，强化交
总账意识，倒逼工作落实，注重抓深、
抓细、抓严、抓实工作原则，坚持疫
情防控与脱贫攻坚“两不误”。同
时，出台了年度脱贫攻坚实施意见、
就业扶贫指导意见等 8项政策措施，
进一步明确了工作任务单、时间表和
路线图。

狠抓工作推进，年初以来，铁岭
已先后召开了脱贫攻坚会议、现场
推进会、“五个一批”工作推进会议
等 8 次全市性大会，以及 11 次常务
会、市长办公会等专题会议，并作出
了专门部署。近期，还计划在铁岭
县召开推进会，以逐县解决问题、推
进工作。

抓工作推进，重在落实责任。对
此，铁岭市通过实行脱贫攻坚分级负

责、分块管理、责任到人的网格化管
理，进一步明确了市、县领导和各级
干部脱贫攻坚责任体系、督导体系和
包保体系。落实挂图作战，对1819人
脱贫进度实行月调度。组织乡镇党
委书记遍访预脱贫户，乡镇长遍访年
收入低于5000元已脱贫户，因户因人
施策。开展挂牌督战，扶贫部门坚持
每月持续督战暗访，纪检委、组织部、
机关工委、两办督查室多方发力，不
怕揭短，发现问题立即整改，问题严
重的坚决追责。

在西丰县，县委书记和县长为第
一责任人，要求每名副县级以上领导
负责一个乡镇的脱贫攻坚工作，承担
包保责任，帮助乡镇研究脱贫攻坚工
作，查摆问题，解决问题。各行业部
门有负责人、分管责任人和具体责任
人，要深入各乡镇村对本领域脱贫攻
坚工作进行摸排，帮助解决问题。各

乡镇党委书记负责对今年413户、777
名预脱贫人口，乡镇长负责对 3964
户、9086 名年人均纯收入低于 5000
元的贫困人口进行逐一入户排查，形
成调研报告，实行“一户一策、一人一
策”帮扶。

开原市先后制定出台了《全市脱
贫攻坚存在问题整改实施方案》等23
份指导性文件，签订减贫责任书 31
份，组织召开全市脱贫攻坚大会2次、
脱贫攻坚联席会 3次，市委常委会会
议、市政府常务会专题研究脱贫攻坚
工作5次。同时如期完成县乡村三级
挂图作战，83块图表上墙。通过推进
脱贫攻坚大数据平台建设，可以扫码
查询贫困人口信息。

早在2月24日，昌图即召开了全
县脱贫攻坚电视电话会议，并陆续制
定了一系列指导性文件，明确了总体
目标任务、工作重点，细化了各相关

部门职责任务。要求建立县领导包
镇、镇领导和机关干部包村、包村
干部和村“两委”成员包贫困户的
责任体系，明确“五个一批”及贫困村
退出标准。相关部门各司其职，进一
步压实了各级干部在脱贫攻坚工作
中的职责。

铁岭县专门成立了脱贫攻坚专
项督导组。4 月 27 日，由县委副书
记、纪委监委主任、组织部长牵头，三
个督导小组带领两办督查室、组织
部、民政局、住建局、扶贫办，通过遍
访乡镇实地调研、走村入户现场查看
和开展座谈的方式，督导遍访全县14
个乡镇、抽查有贫困户的村和贫困
户，切实开展脱贫攻坚专项督导工
作。各督导小组每天召开小组总结
会并现场向乡镇反馈发现的各类问
题，各乡镇按照问题反馈清单立行立
改，有效提升了脱贫攻坚质量。

强化节点意识 “倒逼”工作落实

鼓励有条件的农村妇女开办
“农家乐”、手工作坊、庭院养殖等，
积极响应“美丽庭院+居家创业”倡
议，西丰镇晨光村妇联主任王立新
的农家院被评为西丰县“美丽示范
庭院”以来，她正努力带领全村妇
女创建美丽庭院，发展庭院经济，
以实际行动为脱贫攻坚贡献巾帼
力量。

脱贫攻坚要做到真脱贫、脱真
贫。为此，铁岭市一方面加大投入
力度，整合扶贫资金3.16亿元，其中
市本级安排扶贫资金3600万元，市
县两级财政投入达到9844万元（增
长 103%）。截至 5 月底，全市已拨
付 2.19 亿元，拨付进度达 69.3%。
另一方面严格开展“大起底、大排
查、大整顿、大提升行动”，现正在对
排查和暗访发现的220条问题进行
整改，完成了对2016年以来已实施
的 561 个扶贫项目的审计工作，做
到了家底清、效益明。

借助科技手段，狠抓大数据平
台建设。完成贫困户二维码上墙，
加快推进大数据平台开发升级，将
其打造成精准扶贫的指挥平台、调
度平台、决策平台、管理平台。印发
选派干部管理约法三章，压实驻村
帮扶责任。印发3万册脱贫攻坚口
袋书，提升干部政策水平。组织
739 个市直机关党支部结对帮扶
887 户预脱贫户，跟踪监督政策落
实，并采取捐赠雏苗方式，引导发展
庭院经济。开展消费扶贫，选派干
部直播带货特色农产品，售出各类
扶贫农产品折款400余万元。

让贫困户摘掉贫困帽，还要过上
好日子。铁岭市利用一个月时间，提
前组织市直行业部门和各县（市）区，
围绕贫困人口、贫困村和贫困县脱贫

质量展开大排查，逐村逐户排查到位，
确保脱真贫、真脱贫。目前，全市各县

（市）区及市直部门正在有序推进。
狠抓脱贫质量全面提升。一是

加大问题整改和工作指导力度，跟
踪督促各地加快解决工作不平衡、
不到位问题，提升整体水平，确保所
有问题8月底前整改到位。二是要
多措并举促增收，做大做强现有存
量产业项目，保证建起来的产业项
目持续稳定发展，贫困人口长期受
益。因地制宜实施项目，持续引进
培育龙头企业，提升农民专业合作
社质量，鼓励引导贫困群众发展自
种自养到户产业项目，增加自主经
营收入。加大村级公益岗位开发力
度，抓好因疫情影响暂未外出务工
贫困劳动力就业。三是开展“3+1”
清零行动。抓实教育扶贫，6 月 20
日前教育扶贫政策落实到位。抓实
医疗扶贫，提高健康扶贫“五重保
障”政策的知晓率和落地率。抓实
危房改造，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全面
排查，有一户改一户，确保危房清
零。抓实饮水安全，开展贫困人口
饮水安全问题再排查、再确认，确保
贫困群众安全饮水有保证。实施好
全市“防贫保”工作，充分发挥临时
救助作用，切实做到平时有人问、困
难有人帮、政策能享受。

强化帮扶工作。抓好驻村帮扶、
企业帮扶、支部帮扶，将力量下沉到
基层，不获全胜决不收兵。加快推进
精准扶贫大数据平台建设，提升精准
扶贫信息化管理水平。总结推广各
地好经验、好做法，树立一批精准扶
贫、精准脱贫先进典型，将决战决胜
脱贫攻坚中形成的扎实作风、责任担
当、冲天干劲，变成推动铁岭全面振
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不竭动力。

摘掉“穷帽子”过上好日子

发展特色水果产业让天来村摘下了“贫困帽”。

西丰县凉泉镇服装厂扶贫车间。

开原市黄旗寨镇增家寨村依托白鹭洲发展起特色旅游产业。


